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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体育课程社会学研究的人文性，就是以人文关怀的精神，运用社会学的原理原则和方式方法，去观照学校体
育课程，探讨体育课程的改革与发展，探索体育课程如何促使人的社会化、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方面的科学规律。它是解

释体育课程与社会的关系的基础；是解决体育课程中冲突的需要；是改善体育课程中人际关系的基础。合格的体育课

程，需要培养出一种自然率真、追求自由、满足人的崇尚自然、自由发展的“人文性”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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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体育课程社会学研究的历史渊源
体育课程社会学研究的产生，根本原因无外乎两个。其一，它是课程改革的丰硕成果。２０世纪与

２１世纪新旧世纪之交的第八轮课程改革风起云涌，波澜壮阔，引进了许多外域的新观念，也催生了许多
本土的新理论，体育课程社会学研究便由此顺势而为，应运而生。其二，是学术发展的必然结果。人类

科学文化发展的规律，总是学科的分化与综合交叉进行。综合、分化，分化、综合，不断推进，生生不息。

体育课程社会学研究的诞生，顺应了人类科学文化发展趋势，正是人类学术发展的一大成果。

可以看出，体育课程社会学研究就是体育学、社会学、教育学及其课程论等多门科学的相关内涵综

合融汇而成的一门跨学科的崭新理论。科学研究方法论告诉人们，各种学科或者专业的分野，一般都以

它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或者研究视角作为标志。不同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或者研究视角，往往构成

性质有别、特点各异的学科或专业。先贤也说过：“科学研究的区分，就是根据科学对象所具有的特殊

的矛盾性。”［１］２８４体育课程社会学研究的根本标志，就是社会学的介入，运用社会学的原理原则和方式方

法来研究体育课程，简而言之，就是以社会学来观照体育课程。

由此可见，体育课程社会学研究是一门把保存、传递和重构体育文化的体育课程作为一个不断变化

发展的整体，运用社会学的研究视角与研究方法，研究体育课程与人的社会化的关系及与其他社会现象

之间的相互关系等，用以推动体育课程同社会和谐发展的分支学科。

那么，体育课程社会学研究的精髓何在？难道说，体育课程社会学研究就是一门纯粹的社会学学科

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既然是跨学科研究，我们既要以社会学来观照体育课程，又要在这种社会学的

观照中凸显人本关怀。科学的理解、合理的阐释应当是，以人文关怀的精神，运用社会学的原理原则和

方式方法，去观照学校体育课程，探讨体育课程的改革与发展，探索体育课程如何促使人的社会化、促进

人的全面发展方面的科学规律。这才是这门新兴学科的本质。关注与理解体育课程社会学研究的人文

性，才是洞察与把握这门崭新课程理论的精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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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体育课程社会学研究的人文属性
体育课程社会学研究的人文性，是因为体育学科性质本身蕴含深厚的人文精神。尽管体育课程社

会学研究是新课改中涌现出来的新生事物，尽管是体育学与社会学交叉融汇而生成的边缘学科，然而，

说到底，无论是作为一门课程，还是作为一门学科，其学科最终归属并非社会学，而是体育学。这是不言

而喻的。体育课程社会学研究具有人文性，是由体育学科的本质属性所决定的。

长期以来，人们对体育学科的认知存在着深深的误解与偏差，总认为体育是一门理工类专业，似乎

没有人文性。姑且不谈体育学科属于哪一类，即使属于理工类，难道理工类学科专业就没有人文性？问

题的原因究竟在哪里？

追根溯源，问题出于中国体育设科之始。２０世纪初期，中国第一个新学制初拟，体育课程初设。当
时的体育课不称为体育课，而是“体操”课，其中重要的课程内容就是“兵式体操”，课程单独设置伊始便

被归于“尚武非文”之列。尔后，民国初年，中华民国第一任教育总长蔡元培在国民教育目标中提出并

强调“军国民教育”，体操课程自然成了尚武教育的工具，体操教头也就成了“粗人”。直到１９２８年国民
党主政的“戊辰学制”颁行，才将“体操”课更名为“体育”课。斗转星移，形随势异，人们对体育课程的

认识不断深化，学界和学者们才逐渐醒悟到体育学科的深厚内涵。时至１９９６年，我国把体育学列为一
级学科。１９９７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国家教育委员会联合下发《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
学科、专业目录》，把体育学作为一级学科，归入１２大学科门类之一的教育学门类之下，并在体育学下
设置体育人文社会学、运动人体科学、体育教育训练学和民族传统体育学等４个二级学科。除了运动人
体科学的自然科学特点突出以外，其他３个二级学科，无一不是人文社会科学的表征。体育人文社会学
等二级学科的设置，显示出中国的体育理论开始重视人文学科，我国的体育课程逐步彰显原本固有的人

文精神。

说得更远一点，从近现代教育与文化理念而言，体育原本是西方文化，是西方人文精神的产物。举

世皆知的奥林匹克精神就是传承千年、光芒四射的人文精神。西方体育在形式与理念上都与中国传统

运动有着很大区别，我们曾在很大程度上抗拒这种伴随教育而来的改变，但最终是成为学校教育重要内

容，既是近代西方国家殖民化、当代经济全球化的结果，也是体育文化观念改变的自然进程。但“有几

千年深厚文化积累的泱泱大国，至今仍然还在潜意识地抵制体育器物层面和制度层面以上的

东西。”［２］。

“以人为本”是现代教育的价值诉求，反映在体育课程中就是在促进学生身心健康的过程中促进学

生人格健全，与其他学科一样，体育活动本身不仅有体能的训练、技巧的培训，而且要与学生的文化生活

拓展、心理健康教育紧密联系起来。这不仅体现了体育课程的育人本质功能，而且也表现出体育课程通

过“体”而“育”的文化使命。体育课程的理想在于通过动作技能的协调、心理健康教育使人感受与欣赏

运动的美，使人成为更为高雅的人，使人的身体与心灵达到更高、更和谐的层次。

正因为如此，体育课程社会学研究既要探索体育课程如何促使人的社会化，更要探索如何促进人的

全面发展。

３　体育课程社会学研究的人文功用
体育课程社会学研究的人文性，是因为体育教育内容在人文素养的培养方面具有无可比拟的人文

熏陶作用。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体育课程的价值没有得到正确认识，体育课一般被看作是副课，缺少专业教师

和时间、场所的保障，特别是竞技体育重视的是结果而不是过程，导致体育课程功利化、边缘化。即使正

确开设的体育课程也多是侧重于动作技能、技巧的训练，对体育美的欣赏、体育文化的关注相当淡漠。

２０１２年由教育部等部委联合颁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学校体育工作的若干意见》，在要求学校体育培养
学生体能的基础上，强调“增强体育活动的趣味性和吸引力，着力培养学生的体育爱好、运动兴趣和技

能特长，大力培养学生的意志品质、合作精神和交往能力，使学生掌握科学锻炼的基础知识、基本技能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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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方法，每个学生学会至少两项终身受益的体育锻炼项目，养成良好体育锻炼习惯和健康生活方

式”，为体育课程社会学研究的对象和内容提供了政策上的依据。

“国外体育课程的社会学研究更为关注体育课堂的‘社会’建构，重视性别、种族、社会阶级和文化

对体育课堂建构的影响，重视体育教师在课堂‘社会’建构中的主导作用和学生在课堂‘社会’建构中的

主体性和创造性，以及双方的互动与交流。”［３］人在体育课程中的作用和体育课程对人的文化影响是课

程社会学发展的根本问题，离开人的因素和人的精神发展，体育社会学很难体现其“社会”价值。体育

课程社会学研究的人文功用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是解释体育课程与社会的关系的基础。体育课程是特定社会环境下的体育课程，与社会发展程

度和需要密切相关。在电视、网络普及，人们闲暇时间大量增多，对生活质量要求日益提高的时代，体育

欣赏更加便捷，体育意识更加浓厚，人们对体育活动的需求日益多样化，相应的体育课程应该及时体现

动态变化着观念和要求，摒弃单一的体能训练方式，更加注重体育与人的价值实现、体育的审美需要及

熏陶功能。体育课程社会学研究只有以此为基础，通过体育课程的社会建构和社会关注等方式，才能在

推动体育与社会和谐的层面走得更远。

二是解决体育课程中冲突的需要。体育运动中的冲突（有研究称之为“越轨”）行为是一种比较普

遍的现象，体育课程中的冲突与体育运动的冲突有较大区别，主要表现在师生之间、生生之间。“从新

课程改革来看，学生体育运动的情感体验虽然得到了重视，但是实际操作过程中，在是满足学生体育兴

趣还是发展学生体育素养、增强学生体质、培养终身体育意识等两两问题上的左右摇摆，实际上表现出

了学校体育目标与手段、机制与结果等方面研究的不确定性、模糊性与随意性。”［４］体育课程的冲突暗

含着社会要求与学生个体需要、集体组织与个性表现之间的对立，以人为本，从个人的需要出发融合不

同的取向，是体育课程社会学研究的应然理念。

三是改善体育课程中人际关系的基础。体育课程社会学研究的一个重要任务是如何通过体育课程

形成良好的人际关系。在体育课程的知识学习与活动实践中，由于性别、遗传、成长环境等因素的影响，

学生之间对体育的爱好、兴趣相差较大，如果不加以有效调整，将严重影响集体人际关系的和谐。从人

文的视角引导学生在竞争中合作，在合作中竞争，能使他们更好地协调与自我、与他人、与集体之间的关

系，从而为个体迅速社会化创造有利条件。

无论从何种视角审视，体育课程都充满着审美与审美教育，这是题中应有之义。说到底，合格的体

育课程，本身就需要挖掘其审美意蕴，培养学生的审美情趣，既促进美育在体育课程教学中的落实，也加

强学校美育与体育教育的融合，从而培养出一种自然率真、追求自由、满足人的崇尚自然、自由发展的

“人文性”的人。这就是体育课程社会学研究人文性的生动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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